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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动员信息集成管理系统》旨在将全国有潜力运动员的训练、管理通过信息与互联网络集中起来 , 远程

监控、科学安排、集中管理 , 使训练与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自动化、智能化 , 以提高工作效率、管理质量、

训练成绩 ; 使全国人力、物力、资金、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与使用 , 形成全国一体的集团化优势 , 不仅为 2008

奥运会服务 , 而且将所有参加过集训的人员情况建档 , 为各种国际性赛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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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2008 Olympic game make it clear that China has caught up with the world. To win more medals on the games is of

great and special importance. This article try to make it possible to administrate the training conditions of excellent athletes trained

all over the country by Internet Techniques. which will make good use of people , money , resource and so on. and it will serve not

only the Olympics , but every internation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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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无疑是给我国注入的一针强心剂。

为迎接 2008 年奥运会 , 并使之成为奥运会历史上规模空前

的体育盛会 , 作为东道主的我们 , 在 2008 奥运会能取得怎

样的成绩 , 也是最令人关注的话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

自然可供发掘的体育资源也非常丰富 , 但长期以来这些资

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掘 , 我国在各种国际性赛事上取得的

成绩和我国的人口又是否成比例 ? 中国竞技运动水平的发

展 , 还应依靠全民健身纲要的实施 , 立足于举国体制的强

大优势 , 让更多的优秀运动员能进入奥运赛场 , 形成整体

优势 , 为我国取得更多的奖牌 ! 但是 , 如何使更多的有潜

力的运动员得到正规的训练与提高 , 如何使这样的训练管

理具有科学性而且行之高效 , 如何使人力、物力、资金得

到最优化的配置和使用 ? 如何改变过去由国家队包办一切

的传统的运动训练体系。

在网络信息技术日趋成熟、高速发展的今天 , 我们对

运动员训练的管理、监控、科学安排与计算机网络紧密的

结合起来使训练与管理工作信息化、数字化、集成化、网

络化也是我国体育管理工作科学、高效、迅捷的发展方向。

而对运动员训练采用集成化信息管理 , 即分散训练、集中

控制的训练模式必将得到发展和应用。

利用计算机网络辅助管理 , 将标志着体育管理向科学

化、规范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 是提高工作效

率、管理质量、训练成绩、节约人力、物力、资金开支的

有效方法和手段。不仅为 2008 奥运服务 , 而且将所有参加

过集训的人员的训练情况建立长期跟踪档案 , 为各种国际

性赛事服务。

1 　信息管理模型的思想及模块构成

设计思想和模块构成 : 按照地区特点、优势项目的不

同 , 在全国范围内合理的建立数个国家队集训分中心 , 并

合理的安排教练、信息管理等人员 , 人员配置以各省、市

为主各个训练中心彼此独立又互相有信息交流。然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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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住处管理数据库及 B/ S 结构的信息管理系统 , 为每一

个被选拔的运动员建档。各个分中心 , 每天将每个运动员

的各项身体指标、参数、日运动量等通过网络及时反馈给

中央信息管理中心 (如图 1 - 1) 。设置一专家组 ———分理论

组、训练组、情报组、调研组、后勤保障组 , 由在全国范

围挑选的资深专家组成 , 但不集中研究、通过网络进行 ,

分析讨论 , 得出结论 , 并根据情况提出最佳训练方案分别

发至各个集训中心 , 对各个中心的训练工作进行远程调控

(如图 1 - 2) 。中央信息管理中心对所有的数据存储 , 以此

数据在赛事之前选择状态最佳的运动员参加比赛。

图 1 - 1 　模拟流程图 (部分)

图 1 - 2 　模拟流程图

2 　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操作流程

211 　本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

使全国的运动员选训工作分散进行 , 集中管理。全面

掌握全国各集训队的训练和比赛情况 , 及时做出种种反馈

意见 , 使之总能处在良好的训练状态中 , 全部资料建档进

行管理 , 为 2008 年奥运会选出最合适的运动员团体 , 也为

各种国际性赛事合理选拔人才。

212 　建立基本的管理操作流程

各集训中心按时段将本训练中心的所有运动员的身体

状况、饮食状况、心理状况、训练状态等标准参数通过网

络提交给中央管理信息中心。专家组也通过网络对这些数

据资料进行讨论分析 , 如果未得出一致结论将重新进行讨

论 ; 否则 , 将最终得出的结论提交至最高决策层批复。如

果通过 , 各集训中心就可获得最详细与科学的专家指导意

见。并且各训练中心的反馈信息及最后的专家指导意见都

存入数据库。

通过这样的操作流程 , 各集训中心可以高效、合理的

安排运动员的膳食、休息等 , 也可以及时的调整训练计划。

而最高决策层也可以通过对运动员档案数据库的分析 , 获

得最详细的全国运动员训练资料 , 进而为各种赛事选拔最

有可能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213 　建立对数据库的操作与分析流程

对数据库的操作与分析 , 运动员信息的更新与分析 ,

数据的统计与查询等也将通过计算机网络来进行。各训练

中心的运动员是否有潜力可挖掘 ; 是否有仍然留下来训练

的必要 ; 由哪个运动员参加哪场赛事将是最佳与最合理化

选择 , 日常参数及资料信息的统计将是最为科学与可靠的

依据。

通过对国内各种小型体育赛事的分析 , 可适当吸收有

发展潜力的运动员加入相应的运动中心 , 并将其信息新加

入数据库 ; 定期的各集训中心之间进行联赛 , 经过专家组

讨论分析相应淘汰一些已无必要继续训练的队员 , 并将比

赛结果数据也存入数据库。专家组在一定时间段内也对运

动员档案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 , 将一些已经不

可能提高 , 已无潜力可挖掘的运动员淘汰掉 , 其余的继续

训练。在每次的国际性大型赛事前 , 通过专家组的严密分

析 , 决定最有可能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代表我国出赛 , 其余

的运动员继续训练。而参赛的运动员与未参赛的运动员的

比赛及训练结果信息数据要及时地加入数据库。

3 　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及目的

(1) 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及今后国家高水平竞技运

动训练建立一套先进的运动员训练的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

改变过去落后的训练管理体系 , 使训练和管理工作信息化、

规范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 最

大限度的挖掘人才 , 全国上下一盘棋 , 同时又不影响各省

市的利益和权利 , 同时可以客观公正的建立一套先进的竞

争和激励体制 , 充分发挥各省、市在训练、比赛中的积极

性 , 为竞技体育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体育资源的合理

配置上根据不同的特点 , 发挥各自的优势 , 并可统一合理

进行重新调整和配置。此系统最大限度的避免人为因素给

运动员训练造成损失 , 如不科学的训练 , 拔苗助长 , 服用

违禁药品等都可以在本信息管理系统中得到监控。本系统

可以维护从事运动训练各分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 避免人为

造成的纠纷和矛盾 , 影响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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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本的管理操作流程

图 3 　数据库的数作与分析流程

　　 (2) 本信息管理系统将改变我国传统落后的竞技运动

训练管理体制 , 运用先进的网络管理系统使竞技体育运动

训练的管理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目前本信息管理系统可优

先运用于我国竞技运动水平较薄弱的奥运大项上 , 如田径、

游泳项目 , 特别是田径项目。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地域差异很大 , 田径项目本身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径

赛项目好 , 有些田赛项目强 , 同时我国有些地方海拔高度

非常适合高原训练并有一定的高原训练的经验和方法 , 而

有些地方又有较强的优秀教练员队伍和运动员的储备。这

些不同的差异 , 我们都可以运用本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全方

位管理、控制和调整 , 取长补短 , 合理配置 , 共同发展最

终形成集团优势 , 达到在奥运赛场上每个项目决赛中同时有

几名中国运动员共同拼搏 , 增加夺取奖牌的机会 , 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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